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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

木文对中国蛤蜘生物学进行了初步研究
。

中国蛤恻生活在水温一 1
甲

9一 3 1
.

5
·

c
、

盐度 8
.

6一

摊
.

8笼
。
的浅海或潮间带

,

埋栖在 2一 7厘米深的泥砂中
,

移动性较强
。

成体以浮游硅藻类为主

要食物
。

1
、
2 龄时生长迅速 ; 3 龄后生长缓慢

。

六月初软体部丰满
,

鲜出肉率为 的
.

32 男
。

中

国蛤喇雌雄异体
,

满 1 龄性成熟
。

繁殖期在五月下旬到九月间
。

五月下旬表层水温 14一 1宇 c

时有少量产卵
。

性细胞分批成熟分批排放
。

卵子在胚胞期即能接受精子
,

并能进行正常 的受

精发育
,

可进行人工解剖授精
。

可用阴干
、

流水
、

升温等方法
,

诱导其产卵
。

胚胎发育适宜温度

的下限在 16吧左右
。

中国蛤捌
.

八绪沈c介“ hc 俪姗俪 P hi il p护 是一种经济贝类
,

主要分布于 日本
、

朝鲜和我国

黄海北部鸭绿江 口附近
。

辽宁省的兴城
、

大连以及山东省青岛等地曾有过记载
。

关于中国蛤划的外部形态
,

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无脊稚动物室有过简耍描述
〔 1 “ ; 关

于中国蛤捌的形态变异和生长 [’1
、

发生同温度和比重的关系
〔 ’』 ,

日本有过报道
。

木文对中

国蛤蒯的形态构造
、

生活习性
、

繁殖习性及胚胎发育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
,

现将研

究结果报告如下
。

材 料 和 方 法

1
.

形态与解剖观察标本
,

取 自鸭绿江口
。

2
.

性腺发育观察
,

是通过组织切片进行的
。

自三月三十一日至五月上旬
,

每十天固

定一次标本 (6 一 10 个 )
,

六月以后每十五天左右固定一次标本
。

标本经 10 肠福尔马林固

定
,

石腊包埋切片
,

苏木精一伊红染色
,

进行镜检分期
。

分批取样进行性比观测
,

计算出

雌
、

雄各占总数的百分比
。

3
.

胚胎发育试验在辽宁省东沟县海洋红农场的对虾育苗室中进行
,

试验水体为 20
.

4

宋桂荣
、

余君同
、

于惠洒
、

许志佳
、

牟均素等同志做了部分工作
。

试验得到东沟县海洋红农场的大力支持
,

在

此表示感谢
。

大连水产学院海永养殖专业 8 2 届毕业生
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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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方米
,

培育用水
,

在 D 型幼虫期以前
,

直接来 自对虾养成池 , 此后期的用水
,

经 2一理层

2 00 号筛绢过滤后使用
。

4
.

测定生长用的标本
,

取 自鸭绿江 口 中国一侧的大鹿岛前滩
。

根据贝壳的生长纹
,

推算其年生长值
。

每次随机取样 1 00 个标本
,

测定其出肉率
。

5
.

海区浮游生物调查
,

采用 N x 79 浮游生物 网
,

在大鹿岛浅海区拖取
,

每月一次
,

经

固定后镜检
。

6
.

食性分析是采用刚捕获的标本
,

解剖胃含物进行镜检鉴别
。

7
.

海区表层温度和盐度
,

采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大鹿岛海洋站的观测资料
。

结 果

(一 ) 形态构造

1
,

外部形态

中国蛤蜘属于瓣鳃纲 L二班 il b r 幼 c hi `
真瓣鳃 目 E ul

a 二。 U宜b r a n e hi a
蛤蒯科 M明 t r i

-

dae 蛤州属 M叨让a ,

中国蛤划贝壳略呈三角形
,

两壳对称
,
4 厘米 以上个体壳高为壳长的

3/ 4
,

壳宽为壳长的 1 / 2
。

壳顶略偏向前
,

外韧带不明显
。

壳面黄褐色
,

无放射肋
,

但由壳

顶至腹缘有宽度不等的浅黄色与黄褐色相间的放射带或放射条纹
。

同心状生长纹 明 显
,

愈近腹缘生长纹愈粗大
。

壳内面银白色
,

壳顶内面为蓝紫色
,

幼贝更加明显
。

后闭壳肌痕

略大于前闭壳肌痕
,

在前后闭壳肌上方各有一缩足肌痕
。

外套窦深
,

末端纯圆
,

外套肌痕

宽大末端尖
。

左右两壳各具一主齿
,

左主齿呈
“

人
”

字形 ,右主齿呈
“

八
”

字形
。

左壳前后方

各一齿
,

单片 , 右壳前后方齿为双片
。

内韧带槽位于壳顶基部
,

内嵌有褐色三角形的内韧

带
,

位于主齿后方
。

2
.

内部构造

( 1) 外套膜与水管 外套膜包围整个软体部
,

边缘厚
,

中央薄而透明
,

在背缘愈合
,

并

在后缘愈合形成两个水管
。

水管短而粗
,

两个水管紧靠
,

但互不相通
。

出水管较入水管细

而短
,

位于入水管之
_

L
,

其末端有一细而透明的薄膜
,

随着水管外仲撑起呈圆筒形 : 两水管

的末端呈红色并具有触手
,

入水管触手多于出水管触手
。

入水管与外套腔相通
,

水管壁后

端连接水管附着肌
。

(2 ) 斧足 位于身体腹面
,

两侧扁平呈斧刀状
,

白色或淡红色
,

斧足端部的横切面为

菱形
,

足基部包埋着内脏囊
,

足后端内部有晶杆伸入
。

( 3) 闭壳肌 后闭壳肌大于前闭壳肌
,

略呈方柱形体
,

前闭壳肌近圆柱体
,

前后闭壳

肌上方各有一缩足肌
。

( 4) 鳃 身体左右各有鳃两片
〔“ ]内外鳃形状不 同

,

外鳃小于内鳃
,

内外鳃在背缘与内

脏囊相连
,

内鳃的前端与唇瓣相接
,

两侧鳃的基部在身体后部末端愈合
,

后闭壳肌后端近

出水管处连接
。

鳃的构造如图 1
。

〔5 ) 浦化系统 唇瓣位于鳃的前方
,

呈三角形
,

宽大
,

四个唇瓣基部愈合
,

中间为一横

裂状的 口
,

唇瓣相对面有褶皱
。

食道较短
,

是连接 口与胃的食物通道
。

胃
,

囊状
,

胃壁上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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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中国蛤则鳃的构造

附一胃循
,

分大小两叶
,

大叶与晶杆上端连接
,

胃与晶杆囊相通
。

晶杆囊长
,

晶杆囊壁由单

层柱状上皮细胞组成
,

其上生有致密细长的纤毛
。

晶杆半透明
,

中间粗大
,

两端尖细一端

伸入 胃内 ,另一端伸入足后部内方
。

胃被黄褐色消化盲囊包围
,

肠极长
,

从胃后部下腹面

至消化盲囊基底部盘旋数圈后再沿胃后部向上
。

末端是直肠
,

通过心室
,

延行至后闭壳肌

上方
。

肛口开 口与出水管相通
。

( 图 2)

图 2 中国蛤咧的消化系统

( 6 ) 心脏 位干壳顶下方
、

内脏囊背侧
,

被透明薄膜状围心腔包围
。

心室囊状
,

被直

肠穿过
。

心耳两个
,

三角形
,

连接于心室左右两侧呈薄膜囊状
。

围心腔内充满腔液
。

( 7) 生 殖 系统 繁殖季节
,

生殖腺从消化盲囊的表面一直伸入足基部
。

雌性生殖腺紫

红色 ;雄性生殖腺为乳白色或桔黄色
。

滤泡明显
,

生殖管呈树枝状
,

生殖孔位于后闭壳肌

两侧前的腹脊侧面
。

非生殖季节很难发现
。

( 8) 神经 系统 脑侧神经节一对
,

位于 口上方
、

唇瓣基部
,

由此发出三对神经
,

控制唇

瓣
、

前闭壳肌
、

外套膜的运动
。

脏神经节一对
,

位于身体后部
、

后闭壳肌内侧与内脏囊的连

接处
,

它发出几对神经
,

控制心脏
、

鳃
、

外套膜和水管的运动
。

足神经节
,

位于足基部
、

胃下

方
,

发出若干神经控制足的运动
。

( 图 3) 上述各神经节均为橙红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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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”

艺
` 、

李

脏神经节

图 3中国蛤划的神经系统

(二 )生态习性

1
,

生活环境

中国蛤州栖息在水流畅通
、

饵料丰富的近河口浅海处
,

以 2一5 米水深处数量为多
,

潮

间带 (常见中下潮 区 ) 及 10 米水深处也有分布
。

中国蛤蝴埋栖在 2一7 厘米深的砂泥底
,

栖息的滩质主要以直径 0
.

09 一 0
.

0巧 毫米的细砂为主
。

在潮间带生活的 中 国 蛤 蒯 露 空

1一 2小时可正常生活 ;春秋季起捕的离水 3一4 天仍能存活
。

中国蛤蒯栖息的鸭绿江 口附近沿海
,

历年来最低表层水温为 一 1
.

9吧 ; 最高表层水温

为 31
.

S
O

C
。

盐度范围为 8
.

6一 34
.

8筋
。

由于中国蛤蛔生活在河口 附近
,

雨季有大量淡水

注入
,

盐度周年变化幅度较大 ( 图 4 )
,

它对盐度的变化有较强的适应性
。

3 6 r

瑟卜
,刀价/

谊:

i
, ’ 、

、

、

飞
才

“

溉
一`

吮
O 护 州 )

.

;仁
,

r、̀
. . ,、

峥、、 ,à`七-

官

触2016ǎ勺水à侧招

“ ` 士亨咭岌 , 言一右 7 8 9 1 0 1 1 均
月份

图 4 盐度变化曲线

1为最高极值 ; . 一 . 弱年曲线 ; O… 0 67 年曲线

△一△ 76 年曲线
; 2为最低极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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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蛤蒯移动性较强
,

具有
“

转滩
”
习性

,

其
“

转滩
”

机理目前尚不清楚
。 “

转滩
”

方式有

两种
,

一种方式是先用强壮的足猛蹬滩底或海水
,

同时贝壳急骤收缩
,

将外套腔内积存的

海水排出体外形成水流
,

进行快速游泳 , 另一种方式是先将外套腔内积存的海水迅速排

出
,

贝壳快速闭合
,

使外套腔内充气而减轻 白身重量
,

随潮流漂浮 于海水表层
。

中国蛤用

的
“

转滩
”

通常以群体方式进行
。

2
.

食性

通过对胃含物的镜检分析
,

发现其食物组成大多数是硅藻类
,

于圆心硅藻目 C o t : al e。 圆筛藻属 C o即 in ed i二u , 、

直链藻属 Me l

也有原生动物等
。

分属

喇
r 。

、

弯角藻属 E u e卜

nI 杯
。 、

小环藻属 C y d ot ell
a 、

几内亚藻属 uG 加时山
a

、

三角藻属 肠允
。 ar 饭 u m

、

辐间藻属

A c

枷呼勺
c
hu

。 ; 羽纹硅藻目 P朗 n司、 海线藻属 T h al a 二

~
a 、

卵形藻属 C 。。 。咖招
、

茧

形藻属 A m p ih rP or a 、

双壁藻属 D企 l o n ` 。 、

舟形藻属 N o v 沁u1 、 、

曲舟藻属 P leu or 颐g m a 、

菱形藻属 N it : 二 h i二 ,甲藻类多甲藻属 eP
r i id in u m ,原生动物类

:
拟铃虫属 iT n桩n n d P s is

、

类铃虫属 Cdo on 司 lo P滋。 、

网纹虫属 F va elj 勺其它还有动物卵
、

双壳类 D 型幼虫
、

挠足类
、

无节幼体和有机碎屑等
。

在整个食物组成中
,

以圆筛藻数量最多
。

用浮游生物网拖取海区中浮游生物
,

经鉴定

发现
,

除大型浮游生物 (如夜光虫
、

挠足类
、

箭虫
、

枝角类等 ) 不能被摄食外
,

其它种类与 胃

含物基本一致
。

五月份水体中圆筛藻数量减少
,

出现了动物卵和 D 型幼虫
,

而胃含物中也

有动物卵和 D 型幼虫
,

圆筛藻的数量减少
。

海区中食物成份变化导致胃含物中食物成份

的变化
,

由此可见
,

中国蛤蒯对食物无严格的选择性
。

这种机械的滤食方式决定了胃含物

组成成份在不同海区
、

不同季节与其生活环境中食物种类组成的基本一致性
。

3
.

生长

从贝壳生长纹测量结果表明
,
3 龄前生长速度快

, 1一 2 龄个体生长最快
, 3

缓慢
,

( 图 5) ,由图 5 可以看出
,
1 龄个体壳长在 3 厘米左右 沼 龄为 4一5 厘米姆

米 以上
。

6厘米以上的个体极少
,

仅发现 7 厘米为

目前已知最大个体
,

这并不说明其寿命和生长局 ” r

龄后生长

龄为 5 厘

长高壳壳
限于此

,

而是捕捞过度所致
。

三月底刚捕捞的标本无明显新生壳出现 , 四

月下旬采集的标本能明显见到在贝壳腹缘有 2一 3

毫米的新生层
,

四月份水温在 4一 1 4
,

O之间
,

月平

均水温 8吧
。

四月下旬平均水温在 10 00 以上
,

滩

面上分布着数量较多的小稚贝
,

其中小个体壳长

2
.

4 毫米
、

壳宽 1
.

0毫米
,

壳高 1
.

9 毫米
。

到七月

上旬这批小稚贝长到壳长 1 2
.

8 毫米
、

壳宽 5
.

7 毫

米
、

壳高 9
.

9 毫米
。

鲜出肉率测定
,

五月为 35
.

4一35
.

71 拓
,

六月

上旬为 40
.

3 2多
,

六月中旬为 35
.

84 %
。

六月初软

1 2 3 盛

年龄

图 5 中国蛤蒯的贝壳生长曲线



8 3水 产 学 报 8 卷

表 1不同时期中国蛤蜘的鲜出肉率及雌雄比

时时 间间 壳长 火壳宽
义
壳高 (厘米 )))总重 (克 )))肉重 (克 )))壳重 (克 )))鲜出肉率率 雌雄比比 测定个数数

(((((((((((((络 )))))))

石石月 1 3日日 5
.

性 5x 2
。

7 1x 4
.

2 ooo 1 1加加 6日〕〕 1X (】000 3 5
.

888 41邵
:
拍 111王0 000

石石月 16 日日 5
.

0 5
x Z

,

7 6 父 4
.

1888 9 1 000 3 2 555 石8 555 9 6
.

7 111 5 3
: 4 444 2盯盯

丘丘月 2 1 日日 4
,

4 0 义 2
.

08 火 3
一

2 999 15 8 555 7即即 1】2石石 4D
`

犯犯 4 7 :
阳阳 价价

666月 7 日日 6
,

2 1 火 3
甲

9 1 只 2
.

5444 1 13 000 40 555 7 2 555 3 6
。

8 444 日〕 二盛222 1叨叨

666月 1 4 日日 5
.

石9 又 2
,

8 7 义 4
.

邪邪邪邪邪邪邪 曲曲
666月 1生 日日 壳长 4一 5厘米米米米米米米 1姐姐

\
如

ǎ水à忆锌曰

80 1一
1 0

6月
80

e月

图 6 鲜出肉率变化曲线

体部最丰满
。

( 图 6)

(三 ) 繁殖习性
1

,

性成熟年龄与繁殖季节

中国蛤喇满 1 龄性成熟
,

繁殖期始于五月下旬
。

自然海区表层水温在 1乒 1。℃时 有

少量产卵
,

此时同一性腺切片有三种情沉同时存在
:

①滤泡腔中具备受精能力的初级卵母细胞 已排出
,

梨形卵沿滤泡壁排列或游离
。

②滤泡腔中存在着具备受精能力的初级卵母细胞
。

③由新形成的滤泡生殖上皮刚增生出数量不多的卵原细胞
。

由此可见
,

中国蛤俐的生殖细胞是分批成熟
、

分批排放的
。

而且
,

在繁殖期初始的五

月下旬
,

发现有些个体的性腺刚开始发育
,

这就决定了中国蛤蒯具有较长的繁殖期
。

通过切片观察
,

其性腺发育可分为以下四期
:

I 增殖期
:

三月

—
四月中旬

。

平均水温 4一 go C
,

肉眼不能分辨雌雄
。

切 片观 察
:

三月底雄性滤泡直径为 9 8科
,

滤泡内分布着由生殖上皮中的原始生殖细胞分裂增生而来

的精原细胞
,

并有少量初级精母细胞
。

雌性滤泡大小不均
,

相差很大
。

有圆形
、

椭圆形
、

袋状
,

滤泡直径 1 4 0户
,

卵原细胞直径 17和
。

四月 中旬
,

雄性滤泡直径增大到 12 6户
,

内有

精原细胞
、

初级精母细胞 ; 雌性滤泡直径增大至 2 64 肠 ,

卵原细胞直径 20
.

4户
,

细胞内卵

黄粒稀少
,

滤泡间的结缔组织不断减少
。

( 图 7
、

图 8)

U 成熟期
: 四月下旬—

五月中旬
。

平均 水 温 10 一 1 5o C
,

肉眼可 辨别 雌 雄
,
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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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壁较厚
,

滤泡内残留少量已退化的卵母细胞或少量的精子细胞
,

结缔组织大量出现
,

此

时平均水温在 23 oC 以下
。

( 图 13
、

图 1 4)

2
。

性别和性比

中国蛤蒯雌雄异体
,

繁殖季节雌性生殖腺紫红色 ;雄性呈乳白或桔黄色
。

在繁殖期里
,

分期 随机取 样 6 28 个 (壳 长 4一 6 厘 米 ) 标 本 中
,

雌 性 3 08 个
,

占

4 9
.

0 4终 ,雄性 3 2 0 个
,

占 5 0
.

9 6%
。

雌雄比为 1 : 1 (见表 1 )
。

3
.

诱导产卵及产卵盘

经数天暂养后的亲贝
,

采用单纯升温和阴于
、

升温
、

加入精液或流水刺激等方法可获

得较好的催产效果 (表 4 )
。

产卵时亲贝双壳微张
,

性产物从出水管缓缓排出
。

雄性产物乳

白色呈烟雾状 ,雌性产物粉红色呈丝缕状
。

排入水中的生殖细胞不能自行散开
。

卵沉性
,

壳长 4
。

5 厘米的雌性个体
,

一次产卵量在 196 万粒左右
。

表 4 中国蛤蜘的人工催产效果

亲亲 贝 采 捕捕 亲 贝 饲 养养 人 工 催 产产

日日 期期 地 点点 自然水温温 天 数数 水 温温 投 饵饵 阴 月:::

升 温温 流 水水 加人精液液 潜伏期期

666月 1 3 日日 鸭绿江口口 1 3一 1 4℃℃ 1 000 19℃℃ 投投 1 - 1
。

石小时时 4℃℃ 2 0 we ~
3 0分分 不加加 2公一 3 0分分

666月 1住日日 大鹿岛岛 1 8一 2 0℃℃ 日日 2 2we 豁℃℃ 不投投 1一 1
.

6小时时 2
甲

3 ℃℃ O2 一 3 0分分 力吓吓 2 0分分

4
.

解剖授精

五月中旬
,

取性腺发育较好的亲贝
,

剖取生殖腺轻轻捣碎
,

冲洗过滤处理后即可混合

授精
,

受精卵发育正常
,

但是
,

发育较差的梨形卵受精率低
,

受精后易冀育为畸形
。

而梨形

卵经 0
.

1一 0
.

4荡 氨海水浸泡 10 分钟左

右即收缩变圆
,

加精后受精率提高
,

效果

较好
,

但发育如何未经培育试验
。

5
.

胚胎发育

( 1) 生疚细 泡 发育较差的卵子呈

梨形或不规则形
,

核大而亮
,

偏向一侧
。

自然排放的卵子呈圆球状
,

核较小而居

中
,

卵径 4 6一 61 户 ,

卵核径 20 朴左右
。

精

子头部形如子弹
,

大小 1
.

O x l
.

孙
,

尾部

细长
,

为头部的 1 0一 1 5 倍
。

(图 1 5
,

1 6 )糟

子跳跃式前进
,

头部因染色质浓集而呈

莹光绿色
。

自然排放的卵子胚胞未消失
,

在胚胞期即能接受精子
。

卵子受精后周

围多余的精子可通过洗卵很容易除去
。

图 15 具备受精能力的卵子 图 16 精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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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) 2受精能 力 精子在 2 2一 3 2吧水温下
,

6 小时内具有受精能力
,

卵子在 24 ℃水温

下 4一6 小时后受精能力显著减弱
,

即使受精也大多数发育成畸形或中途夭折
。

( 3) 发生过程 精
、

卵在水中相遇后立即受精
,

精子入卵后开始第一次成熟分 裂
。

以卵子胚胞消失
、

受精膜举起作为受精的标志
。

在 24
.

5
O

C水温下
,

10 分钟后分 别排 出

第一
、

二极体
,

20 分钟后开始卵裂
。

从 4 细胞起即为螺旋分裂
,

水温 2 4
.

5一 27
.

犷C经 4

小时 20 分发育至囊胚
,

此期胚体在卵膜内缓缓转动
。

10 小时发育为担轮幼体
,

上浮于表

层水体
。

24 小时后进入 D 期 ( 74
.

9肠 X 57
.

6” )
,

在 2 4℃水温下 2一 3 天后的 D 型幼虫可 自

行取食
,

以叉鞭金藻
、

小球藻
、

小型硅藻为主
,

不能食扁藻
。

4一 5 天进入壳顶初期 ( 1 0 3 、

94
.

7户 )
,

壳顶略实
,

双壳膨胀
,

呈椭圆形
,

消化盲囊开始包被胃
,

胃被一膜状体中分为二
。

前胃长
,

囊状
,

大于后胃
。

胃内壁有纤毛摆动
,

食物在胃中旋转
,

肠道在胃下方弯曲
。

可见

足的雏形
,

位于口沟后
。

幼虫在平均 178
.

5 X 工6 2
.

9肠进入壳顶期
,

面盘前移
,

足拉长明显
,

可随面盘一起伸动
。

游泳力弧
,

一般振动不下沉
。

在 194
,

7 x 1 7 3
.

2户时
,

幼虫足基部出现

一对平衡囊和弯曲 3一 4 道的鳃丝
。

此期幼虫转入中下层水体中生活 (表 5
、
6 )

。

中国蛤娜的胚胎发育

发育时间
水 温

( p H S一 8
、

4
,

盐度
26

.

盟编 )

水温

p H

盐度

炸一 19℃

8一 8
甲

4

2争一加筋

幼虫大小 (拜 )

(充长 火 壳高 )

4805筋邪盯27

0600022班24胜24

第一极体

第二极体

汾 生田胞期

4 细胞期

8 细胞期

1 6细胞期

3 2细胞期

桑 堪 期

囊 胚 期

原 肠 期

担 轮 期

D 型幼虫期

壳顶初期

壳顶中期

壳顶后期

受受精后经过时间间

2 5
.

4 3任一 4D 分钟

2 4
.

5

1小时 2--0 一即 分钟

划
、
时 印 分钟

2小时 35 分钟

3小时 o1 分钟

4小时加分钟

5一 6 小时

7小时 30 分钟

到
、

时阳 分钟

又7一招小时

2 8小时 7 4
.

9 义 盯
.

6

10 5 x
那

144
x 1 1纂

1 62一 2 1 0

1垂牙一 1 9 6

表 e 壳顶幼虫生长速度

日 /月

]2 / 6

] 3
厂
6

1 4
少

6

1 5 / 6

1 6万6

17 6

18
丁
6

最 大 (拼 ) 最小 (川 水温 (℃ ) 备 注

7

然触幼触汉邓韶1 10
甲

4 又
娜

.

6

1 1 1
`

7 % 10 3
`

6

1 3 2
.

6 x l l0
.

4

14 7 火 1习习

昨5 义 1压1

2 1 0拭 」慈别3

6 9 义 6 9

D 期
,

个别壳顶初期

壳顶初期

6 9
。

e x 8 2
.

8

72
.

8 又 7 9

12 6 x l理

幼虫下沉
,

饵料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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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 论

1
.

中国蛤蒯可生活在水温 一 1
.

9一 31
.

5℃
、

盐度 8
.

6一4 3
.

8环的海水中或 潮 间 带
。

由于生活在近河 口处浅海
,

雨季受大量注入淡水的影响
,

一年中盐度变化辐度较大
,

中国

蛤蒯对此有较强的适应性
。

2
.

春季 (4 月 2 3 日 ) 从丹东大鹿岛前滩低潮区采到大量壳长 2一 3m m 的小稚贝
,

根据此时中国蛤划性腺发育及海区水温 (低于发育下限 1 6
O

C左右 ) 可 以肯定这批稚贝是

前一年发生的
,

它们能适应整个冬季的低温期
、

潮间带温差大
,

枯潮时间长及结冰等恶劣

环境而生存
。

3
.

成体食物以浮游硅藻类为主
,

胃含物组成取决于海区浮游生物种类
,

胃含物中食

物数量取决于海区中优势种数量的多少
。

海区中浮游生物种类
、

数量变化情况能在胃含

物中反映出来
。

由此可见
,

中国蛤删对食物没有严格的选择性 (大型浮游生物除外 )
,

这种

机械的滤食方式
,

决定了胃含物的组成
、

数量在不同海区
、

不同季节里与其生活环境中食

物种类
、

数量的基本一致性
。

4
。

在繁殖季节里
,

我们发现自然海区生活的中国蛤州 胃含物数量减少
。

而室内不投

饵暂养 10 天的亲贝也很少死亡
,

生活正常
,

性腺发育良好
,

并能在条件适宣时 自行产卵
。

人工催产试验性细胞发育良好
。

因此
,

在繁殖期
,

中国蛤蒯摄食量有所减少
,

亲贝在短期

内不投饵
,

采用单纯升温的方法亦能达到催熟的 目的
。

5
.

中国蛤俐满 1龄成熟
,

性成熟个体壳长在 3 厘米左右
,

并具有雄性先成熟的特点
,

性细胞分批成熟
、

分批排放
、

繁殖期始于五月下旬
,

水温 1 4℃以上
。

6
.

经数天暂养后的亲贝
,

采用单纯升温和阴干
、

升温
、

加入精液或流水刺激等方法可

获得较好的催产效果
。

产

卵子在胚胞期即能接受精子
,

并能正常受精发育
。

精子入卵后胚胞开始破裂
,

进行第

一次成熟分裂
。

可人工解剖授精而获得大量的受精卵
。

受精卵在 24
.

5一 2 7
、

5
0

0 水温下 10 小时发育为担轮幼虫
,

24 小时发育为 D 型幼虫
,
D

型幼虫 2一 3 天后可自行摄食
,

食物以小型单细胞藻为主
,

不食扁藻
。

经 4一 5 天培育幼虫

进入壳顶初期
。

7
.

中国蛤蒯 3 龄前生长较快
,
1

、
2 龄生长最快

,

3 龄后生长变慢
。

1 龄壳长 3 厘米 , 2

龄壳长 4一 5 厘米
,

采捕规格以 5 厘米以上为宣
。

六月初软体部丰满
,

鲜出肉率 4 0
.

3 2形
。

8
.

四月下旬采扑的亲贝经 1 0一 15 天室内饲养催熟
,

有提早繁殖的可能
。

中国蛤咧可

以人工授精
,

胚体发育速度快
、

幼虫生活力强
,

容易培养
,

建议有条件的海区进行土池育苗

和增
、

养殖的试验研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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